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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板计算机在变电站管理中的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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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广 西计算中心

t

摘 要
-

泳
一

文 主要阐速以 T P一 80 1单我计算机 为核 心 的 某 变 电站数派来集
、

事故 记录
、

操作拉制 系统的总体 结构
、

硬伟连接和软件控 制
。

T P一 80 1单板机加上 相应 的外邢

设备组成整个 系统的硬件 结构
。

通 过人 / D转换
、

C T C 定时和软件 的 相应 处理
.

达

到 定 时数据采集的 目 的 ; 通过 T P一 8 10 上 的 P IO
,

用 中断方式 2 中的位控 方式随时

捕次各种 事故
; 首操 作员向单板机发 出相应命令的方 式使 系统进行 各 种 操 作

。

另

外
,

根据 实践
,

略谈穗 定性和抗干扰问题
。

一 礴. 会
.

、 , . . ` ;翻

目前
,

国内大多数变电站仍处于常规仪表控制
,

人工管理的状态
。

值班员平时巡察仪表

显示
,

记录各输 电对象的电流
、

电压
、

功率等参数
,

供报表和存档
。

各输电刘象及变电站内

的设备由于某种原因
,

会有异常和事故发生
,

这时
,

不仅要根据时钟记录时间
,

由仪表显示

记录事故的性质
,

咖且要查找逐个对象
,

才能确定到底地那个对象发生了事 故
,

再 进 行 处

理
。

.

有时还由 于客观原因而不能记下事故发生 的时间
,

为正确判断事 故
、

及时排除故障带来

不利因素
。

若要对某路开关进行操作
,

需做好防高压准备
,

才能到输电柜前扳动 相 应 的 开

关 , 否则就会有危险
,

这些事情繁锁而且存在某些不足
。

随着计算机应用技术在 国 内 的 开

展
,

南宁供 电公司希望在变电站中使用这一新技未` 以克服上迷常规控制中的缺点
,

减轩值

班人员的工作
,

提高变电站拥制的自动化水率
,

于宝9韶年春委完我俏研制将微机应用于某变
电站的数据采集

、

事故检测及操作控制素统
。

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努力
,

19 的年 5月 将 系统投

入 了试运行
,

完全达到了异设计的要本6
. _

二
、

系统功能和
.

结构

( 一 ) 系统所其备的功能

1
。

数据采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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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系统可以根据变电站值班员的要求
,

定时对整个变电站运行的刘象进行检测
,

记录时

间示各对象的电流
、

电压
、

功率
,

’
·

讲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
。 ·

平常是每小时检 测 “
·

次、 运 行

中
,

值班员还可以随时选测任一对象的各参数
,

以观测运行情况
。 几 `

2
。

事故检测
·

` _

;
’

各输电对象或站内设备发生事故时
, 1

马
_

仁向中央处理机甲请中断
, 、

系统即转入事故检侧

中断服务程序
:

首先记录时间
,

接着查找发生
`

事
)

故
.

的对象
,

将对象号
、

闸刃 位置
、 ,

重合阿位

置
、

所发生的事故性质打印出来
,

然后复归事故源
。

为
一

了系
」

统使甩的补便
,

设有自)雏复归和

人工复归两种
, 如将计算机健于人工复归状态

,

中断 服务程序控制微 打机打印后
,

点说举故

信
一

号灯
,

提醒值班人员 目前有事故
,

机器等待复归命令
,

值班员 发复归命令 后
, l

事 故灯 熄

灭
,

中断返回
。

若置于 自动复归
,

机器打印后 自动复归事故源
。

`
,

;
,

一

3
。

在位操作

原来变 电站 的开关操作 ( 分
、

合闸等 ) 必须在相应的配电相前操作
。

由于是在高压下工

作
,

操作员必须做好防高压准备
,

穿上绝缘鞋
,

戴上绝缘手套等
,

点也不能马虎
。

现在只

要在操作台
_

仁轻按键盘 中相应的功能键就可实现各种操作
。

键盘发操什命令后
,

计算机先将

操作时间
、

操作对象号
、

闸刀 位置
、

重合闸位置打印出来
,

然后再由操作员发实 际 操 作 命

令
。

系统执行操 作命令后
,

再将执行后的结果打印出来
。

4
。

汉字打印

根据 T P一 80 1单板机上的微打机有通过编程打印汉字的功能
,

将本系统要用到民大部分

汉字 ( 小型汉字库 ) 存于盒式录音机中
。

使用时
,

将其输入机器的 R A M 中
,

就可实现 汉字

打印的功能
。

这样操作员阅读记录一 目了然
, ’

用不着记忆更多的符号参数
。

( 二 ) 系统结构

根据本 电站开关量大
、

模拟量多
、
计算要求不太复杂的特点

,

我 们 选 取 了 T P一 8 01 单

板机为中央处理机
,

外加相应的物入
、

沛出接 口
,

A / D转换电路及借用变电站原有汉信 号

变送器和执行机构
,

组成了本微机控制系统
,

如图 1所示
,

…蜘 黑
斗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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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大丽石蕊荔燕毓其藻蒜赢赢孤赢
象的模拟量送给计算机

`。

上述己提到本系统信号量大
,

、
_
`

勇沼。多个对象
,

每个对象至 少 有 6个

以上不同信号送给计算机
。

根据狂位麟机特点
,

它可接舫右个外设
,

而 T P一 801 只用了10 多个

外设地址
,

其余完全 可以 由用户扩充使用
。

恨据这一实际情况
, ’

勺:-j 降低硬件设计上爪父余

性和提高通用性
,

将每个对象作 为
一

个外设 日 ,

对象伪各参数有序排列
,

C P U娜 次 选 中
·

个对象
,

用软件检测对象 的各参数
,

由此达到开关输入和检测的目的
。

,
一

乙数据采集的鑫 / D转换电路
。

采用始伽 A / D 转换芯片
, 它是单通道双边输入 的 A / D

转换芯片
。

本系统模拟量多达 59 个
,
如

_

果每个接一个 A / D芯片
,

不仅成本高
,

投 资大
,

而 且

体积庞大
。

硬件增多 了
,

出错
.

率也相应提高
。

为了克服以上缺点
,

采用 A / D转换芯片加 多

路开关的方法
,

如 图2所 示
。

它只需要户干 A / D芯片
,

一个锁存器和几个多路开关
。

模 拟

量是变化的
,

为了提高精度
,

对每个模拟量采样 8次求平均值刚方法
。

图2所示每 次 选 中
-

路
,

此路地址锁存在锁存器 中
,

以保证8次采样均为此路
。

由此达到编程不麻烦又省器 件 的

双重 于J 的
。 〕

旗林洛力
、

姗竹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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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.

输出接 「, 0 它 的主 要功能是将来自主机的各种粹制信号送到执行部件
。

输出控制共 23

个对象
,

每个对象有4一 6个不同 的控制信号
。

和输人的设想一样
,

将每个对象作为一个输出

军j
,

编程控制备信号
。

由于执行机构是开关操作
,

电火花严重
,

相应地采取了一 些 消 除 火

花
,

提高可靠性的措施
,

以保证系统工作
」

的稳定性
。

4
。

系统电源对各部分分开供电及并接镍铬电池以提高供 电的稳定性
。

5
.

定时采用C T C和软件定时 的方法
。

原来单板机上有一 C T C
,

只剩
1

个通道供 用 户 使

用
。

而系统 安求定时的时间较长
,

只用一个通道颇麻烦
,

这样
,

我们外加 了
·

个 C T C
,

用

它实现基本定时 的功能
。

6
。

T P一 80 1 上有一并行输入
/ /

输出接 日 IP O
。

P I O 有两个日
,

A I
一

l和B 日
。

每个 口 有 四

种工作方式
,

可由编程设定
。

单板机没有使用这两个口
,

全部留给用户使用
,

本系统使用 了

山 l
。

控制程序将 lB
一

!设定为位控方式
.

P B 7 作为输 入
,

用 犷监视来 自变电站的事故信 号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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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余作为输出
。

这样只要被监视的事故信号有输入
,

P I O马上 向cP U 申清中断
,

在 中 断 允

许的情况下
,

C P U立 即进入中断服务程序进行事触处理
。

7
。

汉字编程是按微打机的要求进行的
。

三
、

.

控制软件

在设计本系统软件时
,

所遵循的原则一是今后决能的可扩充性
;
二易系统的可靠性

。

为简化程序的编制和便于功能 的扩充
,

采用程序 的分块结构并充分科角单极机本身监控

程序 中现有的功能
。

整个程序固化在 E P M O R中
,

全部程序用汇编语 言编写
。 、

这些程序包括
:

系统初始化程序
,

定时检测程序
、

选橄程序
、

分
、

合阅操作控制程序
、

重合闸投
、

退程序和事故处理程序
、

图3示出了各程序块的关系
。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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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 程序总框图

初始化程序
。

主要功能是进行初始化工作
。

系统一开始工作
,

首 先 自检PI O
、

C T C工

作是否正常
。

若正常
,

在显示器上显示儿秒钟
“ A ” 和 “ D ”

两符号
。

如果不显示
,

则表 明

这些器件有错或损坏
,

便于维护
。

自检完 P I O
、

cT C后再对 P IO
、

C T C初始 化
,

将 用 户 功

能键的入 口送 Z F B S~ Z F B F单元
,

再作 一 些必妥的初始化二L作
,

系统即可进行各种 操 作 和

控制
。

定时检测程序
。

当 C T C定时到所规定的时间
,

系统 自动进入此程序
,

开始对所有的对象

进行测量
。

从第一个对象开始
,

还个检测运行开关情沉
,

当检测到此对象 运 行 ( 即 合 闸 )

时
,

就将其对象号及所侧得 的 I
、

P
、

Q打印出米
,

直到最后一个对象 为止
。

然 后 侧 总 电 习

V
。 、

V 、 、

V
。 、

V
。 。 ,

全部测量结束
,

转定时等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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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处理程序
。

一旦变龟站发生事故
,

系统郎停正其他工作转入事故处理
。

首先打印时

间
,

检查是否发生有从变电站中央部分送来的异常 ;
一

如有、 打印出来
。

接着到断是人工复归

还是 自动复归
,

根据 判断进行不同的处理
。

然后再逐个检委对象
,

.

是杏发生事故
,

如果发生

了事故
,

要将对象号
、

开关
、

重合闸位置
、

所发生 的事故性质用汉字打印出来
。

操作控制程序
。

用于控制执行分
、

合翎
、
决臀肴闸投

、

退操作
,

由键盘命令进入
。

要执行

操作时
,

由值班员从键盘输入命令
,

即进入操作控制程序
。

首先将时间
,

要操作 的对象
一

号
、

开关位置 ( 或重合闸位置 )打印出率
,

· 、

供值斑员核劝厂亚确无涣后厂再由值斑员发出实际操

作命令
,

径制程序郎控制输出接曲部件发出 f秒钟的操作控制脉冲扩使执行部件动作
,

然 后

将执行后的开关位盆 ( 或重合闸位置 ) 打印出来
。 , 二
为铆止误动作

, 、程序只识别分
、

合
、

投
、

退
、

不改变盆种渝令
,

其他均为借谈命令 ;
一

从金示器显示符号 翻尽钾)振示操作员
,

刚才发错

了命令
,

需要重新发操作命令
。 ,

· 、

一
选测程序

。

可 随时测量 1 ~ 8个对象的模拟量
。

四
、

其
` 一

他

由于微 机内是 T T L 电平
,

高
、

低电平之差比较小
,

输入输出接 口必须做好隔离工作
,

逻

辑电平一般应加光电偶合器隔离
,

以免干扰倩鸭终
串人计算机

,

影响正常工作
。

如果输 出

机构是继 电器类
,

要采取消除火花措施
。

机枣攀丝性能琴良好
,

机内地线不能直 接 与 它 相

连
,

否则会引进干扰
,

影响计算机的正常运行
。

另外
,

各部分的工艺要求也不可忽视
。

’ -

一
`

比
一

份 仁
_ _

=.’
五

、

结 策 语

该系统从1。8 4
年、月开始运行以来

,
·

工作正味
,

情况 良好
1

,
一

…完全达 , },了设计要 求
。

使 用

情况说明
,

用单板机进夸淤变电扮与砂举据采集
、

`

监测
、

控制管理她可行呱 慨减轻 了值班人员

的工作强度
,

又克服了常规仪表群制的不足
,

还提高了变电站控制的自动化水平
。

为今后 的

变电系统全自动控制打下良好的基础
。

同时
, ;

通也这一控制系统 戌研制
,

我们取得了微机实

时控制 的一定经验
,

为普及和应用带来了很大帮助
。 :


